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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學道
文／星雲大師

星雲
 
法語 釋迦牟尼佛傳

文／星雲大師

佛教認為以無我觀才能致力和平、以
慈悲行才能促進和平、以尊重心才能
謀求和、以平等心才能實踐和平。

迦留陀夷其人其事
實在說來，做比丘的確要有正念、正定、

正智慧，如能這樣，佛法才能安慰到我們的

心，才能使我們自己的心靈快樂。我承受奉

行佛陀的教法，高興得真不知如何來形容，

不知如何來報答佛陀才好。」

佛陀聽完迦留陀夷的話後，微笑地說道：

「迦留陀夷！你已經知道出家修道的意義。

可以說，世間上沒有比得上出家修道、宣揚

真理、體證法樂的快樂。唯有了知這種法樂

的人，才知道涅槃的快樂到底是怎樣的快樂

。」

迦留陀夷非常歡喜，他第一次受到佛陀褒

獎和讚許。

比丘中有甚深習氣的是迦留陀夷，比丘尼

中喜行惡法的是偷蘭難陀，偷蘭難陀好像是

迦留陀夷的化身，但他沒有迦留陀夷的才能

，沒有迦留陀夷善良的心。

偷蘭難陀雖剃髮染衣，但他和別的比丘尼

不一樣，他潑婦似的性情一點都沒有去除。

佛陀對他像對迦留陀夷一樣，常常訶斥他，

訶斥以外，也沒有把他逐出僧團。偷蘭難陀

最討厭的就是大迦葉尊者，因為大迦葉那八

風吹不動似的威嚴態度，他最不愛看。但他

對佛陀的威嚴是非常非常的崇敬。見到大迦

葉的聖者之顏，他就皺著眉，心如刀割。有

一天大迦葉托缽乞食回來，路上和他相逢，

他就向大迦葉唾吐罵道：「這是沒有懂得萬

法平等和萬法緣起的人，早上就遇到這個外

道真不吉利。」

偷蘭難陀犯了八敬法，如果大迦葉報告佛

陀，一定會把他驅逐出去，但大迦葉像沒有

聽到他的話，根本就不和他計較。這件事情

傳聞到迦留陀夷的耳中，他異常憤怒，他對

偷蘭難陀輕慢大迦葉，不尊敬長老的聖格，

很是不平。他走到偷蘭難陀的居所，指著他

罵道：「你這個惡婆，你敢唾罵尊者大迦葉

，你也敢唾罵我嗎？」

偷蘭難陀知道迦留陀夷的為人，還沒有回

口，迦留陀夷就打倒他，訓斥他一頓。

佛陀知道後，搖搖頭，他知道少分證得聖

果的人，見惑上的煩惱無明雖斷，但思惑上

煩惱無明尚不易除，佛陀再沒有責怪迦留陀

夷。

迦留陀夷這個人，同誰都談得來，同誰都

能親密的相處，這是他的特長，尤其接引女

開心下廚

人小鬼大

我是魔術師

按字計價

文／琹涵

文／陳來峰

在我，下廚最大的樂事是掌控全局，我是

魔術師，威震八方。

嗷嗷待哺的客人或家人正蓄勢待發，全都

等著我捧出佳餚，好如狂風席捲，一掃而空

。我能有這樣的本事，也是積幾十年的功夫

，精益求精，不斷磨練的結果。

唉，學無倖至，我自知不敏，從來不敢巴

望能一步登天。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在媽媽的調教之下，

先進廚房打雜，洗菜、切菜；媽媽作餐時，

我還得在一旁見習，遞杯盤什麼的。慢慢的

，能在媽媽忙時，煮簡單的飯菜；然後才是

看電視、照食譜一 一加以演練；到後來，

只要別人口述，我也能很快的舉一反三，甚

至立馬判讀會不會好吃？

菜要好吃，刀工、食材、火候，缺一不可

。當然，熟能生巧，一再練習，絕對是讓功

力更上層樓。

年輕時，我常在家裡宴請朋友們，也讓自

己有更多的機會不斷學習廚藝，與會的客人

有很多也善於烹調，常會提出建言，有時還

給了新食譜，也讓我的個人食單更形完備。

下廚，也是藝術。即使是色彩的搭配、餐

具和擺盤，我也從來不敢掉以輕心。我以為

，藝術的追求，豈有止盡的時刻？處處謹慎

，也才可能逐漸趨於完美。

可惜，隨著自己年紀大了，愈吃愈簡單，

還有人力倡「原汁原味」，更讓我「英雄無

用武之地」。

如今體力逐漸不濟，早已不再親自下廚作

餐宴客。魔術師沒有了舞台。有時，也讓我

若有所失呢。文詞探源

文／曾昭安

出爾反爾不帶貶味

⬆迦留陀夷同誰都談得來，接引女人來皈依佛陀，沒有人比他再有辦法。

人來皈依佛陀，沒有人比他再有辦法。舍利

弗、目犍連、大迦葉等，見到女人，總感到

有些束手無策；而迦留陀夷則應付裕如，很

多長老們作不到的事情，他都能毫不費心費

力的做到。被大家都厭棄的人，被大家都認

為沒有辦法的人，迦留陀夷還是很歡喜和他

來往，他對任何人都沒有怨毒的心，沒有貢

高我慢，若是值得敬重的長老，他是非常的

尊敬，他是僧團中一個很有人緣的人，他也

是大眾取笑的對象。

迦留陀夷在佛陀身邊親近一個時期，於道

學上的修養很有進步，佛陀很關心他，很愛

護他，總沒有嫌他討厭。佛陀回到祇園精舍

的時候，他也回來，但佛陀後來很放心他的

個人行動。

有一天，迦留陀夷獨自地走在街上乞食，

他經過一個餅店，店中有個中年女人，他就

向前對著那個女人笑著說了兩聲「很香」的

話，那個女人就拿了八個燒餅供養他，他對

女人說道：

「你的燒餅很香，把這麼多個給我一個人

吃很可惜，不如請你幫我拿到祇園精舍去，

分給大家吃好嗎？」

那個女人很好說話，溫和的點點頭後，就

拿著燒餅和迦留陀夷同到祇園精舍來。以這

個為緣，這個女人就皈依佛陀。不久以後，

丈夫也被妻子接引歸投到佛陀的座下，夫婦

都成為熱心佛教的虔誠信者，他倆只生養一

個姑娘，招贅一個女婿在家，後來迦留陀夷

和他們全家都很好，常常到他們家中去弘法

。可是，很不幸的這對夫婦不久就相繼辭世

，只留下姑娘和女婿。

年輕的姑娘和丈夫很敬重迦留陀夷，很歡

喜聽他說教，有一天下午，迦留陀夷走到姑

娘的家中，姑娘的丈夫出外去賣燒餅，因此

，一件男女的姦情，無意中就給迦留陀夷看

到。原來這個姑娘瞞著丈夫正和一個不知名

的男人親親密密，聽說這個男人是盜匪一類

的人物。迦留陀夷見到時進退非常為難，也

感到非常困惑，他怎樣也想不到有這一齣尷

尬的場面。

那個盜匪，見到迦留陀夷就很快的逃去，

姑娘並沒有感到羞愧，他心中反而怨怪迦留

陀夷是故意的前來找他麻煩。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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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把兒子寵上天？
文／吳芳枝

兒子結婚後，兩個孩子陸續報到，媳婦照

顧孩子、料理三餐之外，還要處理家事雜務

，日子就像打仗一樣。兒子下班後要幫忙分

擔家事，忙、亂、累加上睡眠不足，白天自

是精神不濟。有一次勘查建案，竟一時分神

失足從二樓跌落，嚇壞了所有人。最後，媳

婦回娘家討救兵，把親家母接去幫忙。

從此，兒子「君子遠庖廚」，三餐有人煮

、孩子有人顧，回家就是翹起二郎腿看電視

、等吃飯，變成飯來張口、茶來伸手的大老

爺了。所謂「學好千日不足，學壞一日有餘

」，過去兒子做事勤快、任勞任怨的好形象

，如今全已拋諸腦後了。丈母娘心疼女婿：

「男人在外面賺錢辛苦，回家就讓他好好休

息吧！」原來兒子變懶，都是岳母寵壞的。

我從小就訓練孩子做家事，且男女一視同

仁。先讓他們從自己的小事做起，例如收拾

玩具、整理房間，大一點後要幫忙洗碗、打

掃、收摺衣服，到了國高中就要學會使用電

鍋、吸地板、自己縫釦子，衡量他們的年齡

和體力，讓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從小培

養良好的習慣，有一雙勤勞能幹的手，待以

後他們成家了，將會終身受益的。

曾經看過一支瑞典的家庭影片，假日父親

帶著兒子在廚房準備午餐，母親和女兒在院

子除草種花，家庭成員同心協力一起做家事

，除了增進家人感情，更有益於孩子的身心

成長。瑞典人認為，做家事是孩子必修的功

課，除了學習生活必備的技能外，養成孩子

生活自理，也會增加他們的責任感與自信心

；另外還可從中學習待人接物的道理，這樣

的孩子比較能與人合作共處，人際關係也會

更融洽。

雙薪家庭的父母，就像滾輪中的天竺鼠，

從早奔波到晚，然而家裡的大小事，每一個

人都應該盡一分力，家務分工是我很堅持的

生活原則。親愛的兒子，以前我們經常可以

吃到你拿手的櫻花蝦炒飯，那是我珍藏心中

的幸福時光。雖然媳婦體貼不讓你分擔家務

，但是男人做家事是咱家的傳統，學學老爸

，做孩子最好的身教示範吧！

現今社會上學佛的風氣非常普遍，這

是很好的現象。因為一個人心中有佛，

他眼睛看到的都是佛的世界；心中有佛

，耳朵聽到的都是佛的聲音；心中有佛

，手上做的都是佛的事情；心中有佛，

口裡說的話，都是佛的語言。學佛者在

心中要直下承擔「我是佛」，自己是佛

，是佛，就不會吸菸喝酒；是佛，就不

會打罵人；是佛，就不會沾染任何的惡

習。如何修學佛道？

第一、欲求佛道須先正心：《大學》

說：「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儒家

認為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

，而修身則要透過內心的修養，心若不

正，一切都是空談。《正法念處經》亦

說：「不念善事，不正心意，彼行放逸

。放逸所誑，身壞命終，墮於惡道，生

地獄中。」心不正，眼、耳、鼻、舌、

身所見所聞都不正，放逸恣行，恐怕連

人身都難保有，遑論成佛道。因此，欲

求佛道須先正心。

第二、欲入佛道須能放下：俗話說「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又說：「塞翁

失馬，焉知非福。」要先有捨，才會有

得。想要進入佛道，要先把貪欲、瞋恨

、愚痴放下，要把世間的人我得失先放

下，把蠻橫執著放下，把這些世間種種

陋習放下，佛道就能提起。

第三、欲行佛道須運悲智：要行佛道

，要先有慈悲心。有慈悲才會心存眾生

，才有實踐的動力。但《大寶積經》說

：「一切如來身業，智為前導，隨智而

轉。一切如來語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

。一切如來意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

」如果光有慈悲而沒有般若智慧，所行

只是世間善法，且容易流於濫慈悲。所

以有心行佛道，必須悲智雙運，才是最

理想的修習。

第四、欲證佛道須悟無我：「無我」

不是說沒有我，只是不執著這個我。常

人有根深柢固的自我愛，太看重自我，

一切以自我為中心，於是造作種種業行

。佛教菩薩要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就

是勸誡我們不把心量局限在個人，那就

是無我的意義。有了無我的體認與實踐

，才能擴大生命，進一步證悟佛道。

每位學佛修道者都想要有所成就，但

如果方法錯誤，居心偏差，就像煮沙欲

成飯，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心學道

者，皆應體悟：

第一、欲求佛道須先正心，

第二、欲入佛道須能放下，

第三、欲行佛道須運悲智，　　

第四、欲證佛道須悟無我。

「出爾反爾」，在今天是個貶味十足的成

語，它的意思很明顯：說了又反悔，說了卻

不做，表示言行前後自相矛盾，反復無常。

但是，「出爾反爾」最初並不讓人討厭。

《孟子．梁惠王下》有這樣的故事：鄒魯之

戰，鄒國的官員戰死了三十三人，而老百姓

卻沒有一個願意隨長官而去。鄒穆公很糾結

：如果殺百姓的話，人數太多殺不完；如果

不殺的話，又難解心頭之恨。於是，他向孟

子討教。

孟子的回答很果斷：「眼前是飢荒年頭，

老百姓不是餓死，就是逃亡；可您呢，糧食

堆滿，金銀囤積，您的官員卻沒有一個實話

實說。這就是對上怠慢國君，對下殘害百姓

！曾子說：『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

者也。』」鄒穆公這才明白，老百姓見死而

不救，是那些官員咎由自取。如果他們當官

時能夠施行仁政，愛民親民，能不受百姓親

近、愛戴？

可見，「出爾反爾」一詞的原意是，你怎

麼對待別人，別人也會怎麼對待你，並不帶

貶味。

暑假，準備帶女兒去報個補習班。報個什

麼樣的班好呢？現在街上的補習班花樣可是

滿天飛，有按月收費的，也有按小時、按分

鐘收費的。

我按照廣告找到一家知名的連鎖補習班，

服務人員很熱情，女孩笑容滿面，緊緊攙著

我的胳膊往裡請，感覺像被綁架似的。等問

到價格，根本不是我這受薪階層能接受的，

一小時600元，也就是每分鐘10塊錢。我縮

著脖子逃走了，感覺脊梁骨陣陣發涼。

又跑了幾家補課班，都是大同小異，價格

都在250到400之間。最後，我將目標鎖定在

兩家距離住家不遠的補課班，價格都是每小

時300元。我心裡打著算盤，每天一小時，

也就是每天300元，一個月就是9000，兩個

月呢？腦子裡立刻呈現一疊鈔票上下翻飛的

景象。

我心疼地對孩子說：「妳可要好好學啊！

這錢可真不少，要爭分奪秒地學。」女兒點

點頭。

可是到底該選哪一家呢？我正猶豫著，女

兒爽朗地叫了起來：「當然報第二家了，這

還用猶豫！」

「為什麼呢？」我疑惑地問。

女兒嘴一撇：「都是每分鐘一元，這家的

老師嘴快啊，跟機關槍似的。你算算，這一

個小時要比另一家多說多少話啊！」

我恍然明白，哦，按字算的。


